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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我买的第一本八卦书。业余的朋友都靠这个书来涨姿势，丰富谈资。有大篇幅的金三爷，杨老板
，有冬皇，有言高谭马奚杨诸位。丁先生还写过一本杨小楼评传，薄薄的一本，大陆出版的是朱家溍
先生题的封面。
2、三书结集
3、还是人家台湾人说话梗直！
4、有意思

5、丁先生是票界前辈，其文笔之生动，批评之深刻，至今未有继者。现在市面上三本分开发行，国
剧名伶轶事，青衣花脸小丑，孟小冬与余言高马。
6、就好像有人描述一桌筵席，说席上每一道菜都极尽能事地好，可是再也看不到闻不着，更吃不上
了。
7、读来真是酣畅淋漓，可惜我下载的版本没有剧照。
8、叹梨园花开！叹梨园花败！字字珠玑！一部梨园盛景，唉～
9、这才是真正看戏懂戏的人写的书呢。推荐。
10、一本书顶其他的N本
11、每年都会拿出来读，任何一个章节随意翻起。记录着那些古老、鲜活的伶人往事，耐看之极。
12、其他的好久不说了，丁先生对一些事情的原委评论很有意思。
13、大好！文笔也好！
14、畅快淋漓，对民国京圈各名角有了大致全面的了解~尤其佩服孟小冬~从碧先生当票友好，自个儿
唱就一般般了哈哈哈
15、挺好的书，至少是不同的视角
16、丁氏亲历国剧繁盛的时代，目击过宗师名伶的风采，为许多伶工鼓吹过，也与梨园中人结交，写
来历历如画，十分好看。可怜读者生不逢时，杨小楼的霸王，程砚秋年轻时的一身功夫，陆素娟的倾
城美貌，万春少春之间的争斗，流星般早丧的李世芳⋯⋯都只是隔云端的传说。丁氏对梅兰芳孟小冬
这两位十分推崇，他写程，杨都评其长短，颇显客观，写荀慧生则多有贬抑，只有梅孟，纯然膜拜赞
服。
17、，
18、昨天师妹把这本书还给我，我就忍不住又翻起来。真是拿起来就放不下~~
19、心向往之而不能致。
20、风流隽永，若见其人，若观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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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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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试读

1、《菊坛旧闻录》的笔记-第21页

        梅兰芳⋯⋯有一次派了一出《穆柯寨》，《枪挑穆天王》，其实，梅此戏真好，但结果那天没满
，只卖九成。梅马上警惕，以后派小戏要贴双出了，不敢再蹈覆辙，以免丢人。但北平观众这种态度
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而是理智的反应。你如果以后演好戏，仍然听你，甚至可以听一辈子。对稍差的戏
所以杯葛的原因，是认为你有点偷懒取巧，不忠实于艺术责任，太瞧不起观众了。那么我今天罢听一
次，给你点颜色看看。

2、《菊坛旧闻录》的笔记-第43页

        杨小楼完全是仗着天赋好，能把武戏文唱，有些身段都是意到神知；而在他演来非常简练漂亮，
怎么办怎么对，别人无法学，学来也一无是处，所以他的技艺是只能欣赏而绝不能学。—余叔岩:谈杨
小楼

3、《菊坛旧闻录》的笔记-第175页

        如果叶盛兰今年健在，他已经六十六岁了。不过，听说他好象已成一位古人啦。这是『小生才隽
叶盛兰』一文的结尾，推算起来应该是丁先生1980年左右写于台湾的，如此轻描淡写，看来完全不知
叶盛兰文革前后之遭遇，这一段话与章诒和伶人往事中写叶氏兄弟的文字相对比，真让人更不胜唏嘘
。

4、《菊坛旧闻录》的笔记-第29页

        （谭富英）边念边做，手到意到，那份细腻传神，台下不由掌声如雷。似乎马连良这一点，都没
要出这么多彩声来。也许观众认为马连良做派好是应该的；而谭富英做到这样，就是奇迹了。
每次看到这儿都想锤O(∩_∩)O哈哈~

5、《菊坛旧闻录》的笔记-第37页

        杨小楼家学渊源，他武戏演得比他父亲还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猴戏也演得出类拔萃，博得小
杨猴的美誉。这两样都克绍箕裘了，就是他不会老生戏，引为终生遗憾！而总想有机会就露露老生戏
。
敢情孟广禄反串唱“一轮明月”什么的，是慕前人之风啊，哈哈。感觉与丁先生听杨小楼唱法门寺的
赵廉也如出一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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